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儿童安全预防接种护理对预防接种效果的影响分析
赵秀媛

（吉林省辽源市东丰县大阳镇中心卫生院）

摘要:目的：儿童预防接种过程中可以采用安全护理的方式，本文主要针对这种护理方进行相应的探讨，分析其对于儿童预防接种的作

用效果和实际价值。方法：选取需要进行预防接种的儿童 92例，随机分为对照组采用常规护理，实验组采用安全预防接种护理。结果：实

验组儿童配合率更高、不良反应更少、接种成功率更高、家长对于接种知识的了解情况更加良好，家长满意度更高。结论：安全预防接种护

理具有较为良好的应用价值，在儿童预防接种过程的应用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且取得了显著效果。该干预方式的应用降低了儿童的抵抗情况，

提高了配合度，并对不良反应情况形成了一定的预防和控制作用，使儿童预防接种期间得到了有效的安全保障。家长也能够在护理干预下学

习到更多相关知识，形成对于预防接种的进一步认识，其满意度情况也得到了明显改善，值得推广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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儿童的年龄相对比较小，身体还没有发育完全，骨骼、器官功能等

还不够完善，更加容易受到病毒的侵害，因此大幅度增加各种疾病的发

生概率，对儿童的健康情况，成长情况等都形成较大的不良影响和阻碍，

不利于儿童的正常发育。对于这种情况，应当及时做好疾病的预防和控

制工作，使儿童的身体健康情况可以得到良好保障，同时可以使儿童的

自身免疫功能得到增强，提高对细菌和病毒等的抵抗能力。

因此大部分家长都对儿童的预防接种形成了充分的认识，并对接种

给予较大的人认可与肯定，能够及时带领儿童进行疫苗的接种。但由于

儿童年龄问题，在接种过程中往往没办法进行有效配合，因此也在一定

程度上增加了疫苗接种的难度，在儿童配合度低的情况下，疫苗接种成

功率也比较低。近几年来临床上开始对预防接种的儿童采取有效性更高

的护理措施，改变传统护理模式和护理思维，从而对儿童起到更加安全

和有效的护理，提高接种效果和效率。安全预防接种护理则为当前比较

新颖的护理手段，本文则对这种护理方式展开进一步的探讨，对其作用

和影响效果展开分析，详细研究内容如下：

1 资料与方法

1.1 一般资料

共选取患者 92 例，随机分为人数均等的两组，其中实验组男性、

女性、年龄分别为 26 例、20 例、6～11（7.53±1.23）岁；对照组为

21、25 例 6～12（7.34±1.17）岁。

1.2 纳入和排除标准

纳入标准：（1）儿童年龄小于 12 岁；（2）儿童能够接受相关健

康检查；（3）已经取得儿童家属的同意。排除标准：（1）存在先天性

免疫缺陷的儿童；（2）同时患有脏器疾病、皮肤疾病等的儿童；（3）

儿童精神情况存在一定的功能障碍，无法对本次研究形成良好配合[2]。

1.3 方法

1.3.1 对照组

对照组进行常规接种护理，主要护理内容有了解儿童的基本信息；

做好消毒工作；叮嘱相应的注意事项；讲解疫苗接种作用；观察儿童接

种完成后的反应情况等。

1.3.2 实验组

实验组进行儿童安全预防疫苗接种：

（1）健康知识教育

接种前可以安排专业护理人员进行相关知识的讲解，主要讲解内容

可以包括疫苗接种的重要性；疫苗可以分为哪些种类；不同疫苗的接种

方式；接种后可能产生的不良反应等，并对具体需要注意的事项进行叮

嘱，例如需要在接种前吃些清淡的食物，不宜空腹，需要将儿童的病史

资料进行随身携带，防止部分疾病史会对疫苗接种产生影响。

此外对于接种前儿童和家属提出的各项问题，护理人员应当给予专

业性的解答，并可以进行展开讲解，使其可以充分理解相关知识，减少

对疫苗接种产生的疑虑和困惑等。此外还可以向儿童和家属发放健康宣

传手册，或扫码观看健康宣传视频等形式形成教育作用，促进其健康意

识的树立和改善。

（2）心理护理

首先护理人员可以将接种相关流程尽心告知，提高儿童和家长的接

种效率，使其能够充分熟悉流程，减少慌张的情绪。其次对于存在焦虑

情况的儿童应当重点注意并进行针对性指导，使其心理压力可以得到有

效缓解；护理人员在与而儿童和家长沟通期间需要注意语气和态度，保

持亲切和温和，通过语言或肢体动作来对儿童进行鼓励和安慰，从而提

高儿童的主动配合性；可以在接种室进行相应的装饰和布置，例如将墙

面粉刷成鲜艳的颜色，在墙上张贴卡通海报等，可以提高儿童的亲切感，

使他们可以在感兴趣的情况下逐渐降低警惕，提高配合；此外还可以与

儿童家属建立密切的联系，对家属进行相应的辅导工作，引导并鼓励他

们对儿童给予正确的护理，通过家家属的安抚能够更大程度上减少儿童

的恐惧感，对接种安全也能形成更为良好的保障[3]。

（3）安全接种护理

疫苗的存放应当做到严格管理和监督。首先需要对存放疫苗的环境

定期进行消毒，执行严格的消毒制度，全面防止细菌侵染问题的发生，

提高疫苗质量，避免在接种过程中发现带有病菌的疫苗，不但无法起到

应有的预防效果，还会在很大程度上对儿童的健康造成影响，甚至引发

不良事件和医患纠纷。其次接种前必须要对疫苗进行再次检查，确保疫

苗信息正确，没有任何错误后再进行使用。核对儿童信息也是非常重要

的一个方面，由于不同儿童接种的疫苗可能存在不同，因此注注射前需

要进行信息的核对，并对儿童手肘部位的情况进行相应的检查。

接种过程中，护理人员的各项操作应当严格按照标准流程进行，确

保在无菌的换进下完成操作，提高操作熟练度和规范性，防止细菌感染。

在接种期间护理人员可以与儿童进行相应的对话，通过语言交流的方式

来分散儿童的注意力，使其降低对疫苗接种过程的关注度，若而儿童在

接种期间出现了哭闹的情况，护理人员应当与家属形成配合，将而藕塘

的手脚束缚住，避免其过度挣扎，对注射情况形成不利影响，对于这类

儿童在注射完毕后还需要对其进行相应的安抚，防止其出现应激情况[4]。

（4）接种后护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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疫苗接种后护理人员要引导儿童和家属在留观室进行观察，至少需

要半小时时间，在这一期间内，护理人员需要对而儿童的反应进行监督，

防止出现异常。另一方面在留观室内可以再次对儿童和家属进行相应的

安全教育宣传工作，将疫苗接种后的注意事项进行告知，提高接种后的

安全管理，例如不要用手抓挠接种部位等。

1.4 观察指标

察和比较两组儿童的接种配合度和成功率、不良反应情况、家属对

接种知识的了解情以及护理满意度。

2 结果

2.1 接种成功率和配合率比较

对照组配合率和成功率为 35（76.09）和 38（82.61）；实验组为

42（91.30）和 44（95.65），实验组儿童的配合率和成功率均更高，具

有更加明显的优势作用，可见该组护理干预方式的效果具有更高的理想

性，而对照组虽然可以对接种配合度和有效度形成相应的干预，但并没

有形成显著的效果，存在一定劣势，详见表 1。

表 1两组儿童的配合率和接种成功率对比[n（%）]

组别 例数 配合率 接种成功率

对照组 46 35（76.09） 38（82.61）

实验组 46 42（91.30） 44（95.65）

x2 3.90 4.03

P 0.04 0.04

2.2 不良反应发生情况比较

本次研究中两组儿童均有不良情况出现，实验组的发生率明显更低，

一共出现了3例不良反应情况，而对照组的则有较多儿童发生不良情况，

发生率偏高，控制作用的有效性比较差，详见表 2。

表 2两组儿童的不良反应发生率对比[n（%）]

组别 例数 发热 呕吐 晕针 总发生率

对照组 46 3（6.52） 2（4.35） 5（10.87） 10（21.74）

实验组 46 1（2.17） 0（0.00） 2（4.35） 3（6.52）

x2 1.04 2.04 1.39 4.38

P 0.30 0.15 0.23 0.03

2.3 两组家属对接种知识的了解情况比较

对照组和实验组了解程度评分为 87.32±4.26 和 93.24±2.41，实

验组评分情况更高，可见该组家属对相关知识的了解和掌握情况更加良

好，明显占有优势，详见表 3。

表 3两组家属对预防接种知识的了解程度评分为对比

组别 例数 了解程度评分

对照组 46 87.32±4.26

实验组 46 93.24±2.41

t 4.42

P 0.00

2.4 两组儿童家属护理满意度对比

实验组家属对预防接种护理工作给予了更高的评价，满意度情况更

加良好，大部分家属对于护理工作都持有满意的态度，仅有 2位家属出

现了不满意的情况，而对照组不满意的家属数量则相对更对，满意度偏

低，详见表 4。

表 4 两组儿童家属护理满意度对比

组别 例数 非常满意 一般满意 不满意 总满意率

对照组 46 38（/38/46） 6（6/46） 2（2/46） 44（44/46）

实验组 46 26（26/46） 14（14/46） 6（6/46） 40（40/46）

3 讨论

在近几年的发展过程中，我国医疗水平和技术都取得了良好的发展，

医院对于儿童预防接种也不断提高了重视程度，增强了预防接种质量以

及接种护理水平。疫苗接种对于儿童来说可以实现对许多疾病的预防的，

是防止疾病发生的主要方法，能够对儿童的身体健康和良性成长起到的

积极的促进作用。预防接种在儿童阶段具有较高的有效性，能够部分疾

病起到针对性的预防作用，进行预防接种主要是将人工培育并经过处理

后的病毒等疫苗注入到健康者的山体当中，从而可以形成抗体，进而达

到免疫的目的，大大降低了相应疾病的发生概率，也提高了对机体健康

的保障作用
[1]
。

由于童的年龄原因，在实际接种过程中往往会发生各种各样的问题，

配合度比较低，接种成功率也难以得到有效保障。对此护理人员通常会

在儿童预防接种期间采取相应的护理措施来进行干预和辅助，以提高接

种有效率。

以往传统的护理方式均为常规护理，虽然可以起到一定的护理作用，

但是效果并不显著，不具有良好的针对性，对于提高儿童配合积极性的

作用效果并不显著，而且接种完毕后出现呕吐等不良情况的概率仍然比

较高。儿童安全预防接种护理是一种具有全面性和综合性的护理方式，

这种护理方式相对来说更加安全有效，能够根据实际情况进行灵活调整

和针对性护理，护理效果更加显著，优势作用更强[5]。本次研究实验组

则采用该种护理方法，研究结果显示，作用效果更加良好。

首先接种前由专业护理人员进行疫苗接种知识的健康宣教，提高儿

童和家属对于相关知识的掌握度和了解度，使其能够充分重视并加大配

合，其次在接种前、接种过程中以及接种完毕后都有护理人员进行全过

程和全缓解的护理，从各个方面来保障儿童的接种安全，对儿童的心理

状况、配合状况等进行有效指导，从而极大提高了接种效率，避免了不

良事件的发生，儿童在高质量的护栏服务下也明显提高了配合性，能够

积极进行配合，面对接种时也表现得更加勇敢。

本次研究中，实验组的接种配合度和成功率均更高，分别为 42

（91.30）、44（95.65），不良反应发生情况更低为 3（6.52），家属

对预接种知识的了解程度更高为 93.24±2.41，满意度也更高为 40

（40/46），可见该组护理方式具有更高的效果和优势，护理作用更加

明显，能够有效对接种安全形成保障作用，对不良情况形成良好的预防

和控制。

总而言之，安全预防接种护理干预具有较高的应用价值，能够发挥

显著的优势和特点，对于儿童预防接种起到了重要的作用，理想度更高，

家属也给予了更高的评价，满意度更高，值得推广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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